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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潮涌，风口逐浪。 作为全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自成立以来，立足气候、电力、地形地貌等优势，坚定不移把大

数据产业作为后发赶超的路径，已成为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主阵地之一。

抢先机，赢新机。 当前，贵安新区正聚焦算力、赋能、产业“三个关键” ，瞄准人工智能新赛道，积极抢占智算、行业大模型培

育、数据训练“三个制高点” ，围绕数字新基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五个数” ，全力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智算基地，奋力推动实现“裂变式突破、跨越式发展” 。

近日， 走进位于贵安新区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国家（贵州）主枢纽中心机房内，只见一台台华为

最新款的 Atlas� 900 算力服务器在机柜内整齐摆放，

服务器指示灯光不停闪烁， 标志着它们正在全天候

高效运行，源源不断地将算力输送至全国各地。

另一个大型数据中心，网易贵安数据中心，于去

年底投入试运行，当下已承接了网易邮箱、有道词典

等实时业务。 未来 5 年，该数据中心将上电 5000 个

机架、4 万台服务器， 为全国超 10 亿用户提供稳定

可靠的算力和互联网在线服务。

算力是大数据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底座， 也是最

具时代特点的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贵安新区围绕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

基地，持续巩固大数据发展优势，加速推动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眼下，已投用

的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 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

园、中国移动贵阳数据中心、贵安超算中心等大数据

中心，正为“东数西渲”“东数西训” 等提供强大的数

据存储服务和算力支撑，算力底座越发夯实。

作为“东数西算” 工程规划的国家数据中心集

群之一， 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集群已累计引进网易贵

安数据中心、贵安美的云数据中心等 20 个数据（智

算）中心，数据中心集群正不断壮大。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东数西算” 工程

算力保障报告（2023）》（绿皮书）和“东数西算” 工

程算力保障指数显示， 贵安数据中心集群算力保障

指数为 57.02，居全国 10 个数据中心集群之首。

当下，贵安新区按照“存算一体、智算优先” 思

路，积极引进华为、腾讯、三大运营商等智算中心项

目，打造以昇腾为核心的智算集群。 数据显示，随着

贵安新区持续推动数字新基建不断提速发展， 当下

算力规模达到 35.42Eflops，智算占比 95.85%，已成为

全国国产化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不仅要集中“算” ，还要加快“跑” 。 在数据运力

方面， 贵安新区成为西部四大枢纽节点中唯一同时

拥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根镜像服务器和国家顶级域名节点的地区。

出省带宽 4.72 万 Gbps，与北京、上海、广州等 38 座

城市实现网络直联，贵安集群省内单向时延 3 毫秒、

至成渝 6 毫秒、 至粤港澳 10 毫秒、 至长三角 16 毫

秒、至京津冀 18 毫秒，充分保障“东数西算” 业务的

准确高效。

从“存储中心” 向“存算一体、智算优先” 加速

迭代，当前，贵安新区持续扩大算力规模，构建自主

可控算力服务体系，建设城市算力网、优化算力调度

运营、强化算力与电力协同，推动各行各业大模型培

育，抢占数据训练制高点，鼓励各类行业主体参与构

建行业大模型评测体系，提升工业、农业、服务业数

字化水平。

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高科技企

业，云上鲲鹏自落地贵安新区以来，在不断加快软硬

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同时， 还充分发挥自身在业界的

影响力，吸引上下游企业投资贵安，助力贵安新区大

数据产业蓬勃发展。

“这片土地发展大数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

之各种政策扶持， 为整个产业的落地扎根提供了一

片更成熟的土壤。 ” 贵州云上鲲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蒋真说。

据介绍， 云上鲲鹏已携手生态伙伴先后发起成

立贵州鲲鹏计算产业联盟、 贵州信息技术产业创新

联盟等，并凭借整机生产研发优势，聚集了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 30 多家、生态伙伴 100 多家，形成合力共同

打造本地计算产业生态。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城市强。

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

贵安新区承担着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使命。 近年来，

聚焦“项目－产业链－产业集聚－产业生态” 的发

展思路，贵安新区稳步推动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

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落地贵安，聚链成群。

以华为云为例，自 2021 年 12 月起，华为云全球

总部落地贵州后，华为（贵阳贵安）数字经济创新中

心、华为云 AI 算力中心、华为云智算基地等项目接

踵而至，并持续构建良好产业生态。 当前，华为云不

仅在贵州已发展超过 300 家本地企业成为生态伙伴，

还有超过 50 家华为云全国伙伴先后落地， 扎根贵阳

贵安。

锚定大数据发展， 如今， 贵安新区正积极抢抓

“东数西算” 发展机遇，做优“一硬一软” 两大产业，

积极抢占数据训练制高点，探索布局未来产业。

其中，“一硬” 聚焦服务器、 智能终端等整机产

品发力，以整机带动配套，推进产业链式发展，推动

浪潮集团、 云上鲲鹏、 广电五舟等服务器生产线落

地，推动航天电器、振华新云、顺络迅达等一批重点

企业不断壮大。 2023 年，贵安新区规上电子信息制造

业完成工业总产值超 35 亿元。

“一软” ，深入实施“软件再出发” 行动，突出云

服务“首位产业” ，以龙头带生态的方式，重点发展

行业软件、云化软件、嵌入式软件、安全产品和软件

外包，带动数据标注、数据清洗、数据加工、数据建模

等企业发展，累计引进中软国际、中融软科、纷享销

客等华为生态企业 56 家。 2023 年，贵安软件业务收

入突破 530 亿元。

不仅如此，贵安新区奋力抢占数据训练制高点，

打造数据训练平台，加快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

验区人工智能训练场建设， 构建训练推理一体化平

台；加快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未来制造产业，

探索智能控制、智能传感、模拟仿真等技术应用，培

育柔性制造、数字孪生等场景。

算力底座越发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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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赋能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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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动能澎湃

■

贵安供电局———

以可靠电力护航

数据中心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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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机器人在贵安华为云数据

中心机房内巡视。

裂变式突破 跨越式发展

———贵安新区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算基地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高地， 贵安新区电网数

智化水平如何， 电力稳定供应能力怎么样？ 8 月

初， 记者走进南方电网贵州贵安供电局多个运维

场景，一探究竟。

2023 年 9 月，贵安供电局在省内率先成立二次

监控中心，将新区企业的电气二次设备等数据接入

操作中心，实现电网二次设备的远程运维，提升故

障处置效率。“传统模式下，二次设备的状态转换手

续繁多，往往需要 2至 3小时才能完成。现在通过一

键系统，只需 4到 6分钟。 通过智能化程序，今年上

半年，我们的现场操作时间节约了 26500分钟。 ” 贵

安新区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陈晓说。

在办公室里， 贵安供电局智能作业班班组人

员通过电脑启动无人机机巢后，13 公里外的无人

机自动升空并完成设备巡检任务。

“如今，数字变电、数字输电、数字配电等已

在贵安新区大力推广，其中，变电站巡视效率提高

30%， 数字输电、 数字配电线路巡视效率提升

150%。 ” 贵安供电局生产技术部总经理袁龙说。

2021年 12月，贵安供电局在全省率先使用程序

化操作。2022年 1月，南方电网首个能源互联网运行

控制平台———贵安能源互联网运行控制大数据云平

台建成投用。2023年 6月，贵安在全省率先实现配网

故障全区自愈。 今年 7月，贵安供电局自主开发作业

风险指标统计 RPA机器人（数字工具）……

权威数据显示， 贵安数据中心集群算力保障

指数为 57.02， 居全国十个数据中心集群之首，对

电力稳定供应提出更高要求。 陈晓说：“今年上半

年，新区客户平均停电时间 0.59 小时 / 户，同比降

幅超 80%，全省第一，供电可靠性趋近 99.99%。 ”

“2019 年至今，落户贵安新区所有数据

中心均实现‘零停电’ 记录。 ” 贵安供

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可靠无波动

的电力供应， 正成为贵安发展

“算力” 产业最为显著

的优势之一。

▲

贵安供

电局工作人

员在进行运

维作业。

当前，数字化浪潮澎湃，数据已成为数字时代的

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 贵安新区

作为大数据发展高地，正以人工智能训练基地建设为

牵引，发展通用大模型，培育行业大模型等，推动数

据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的价植在于挖掘、应用。 ” 8 月 21 日，贵

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数据宝” ）董事

长汤寒林接受采访时表示， 数据宝作为国有数据代

运营服务商，主要工作是把数据价值挖掘出来，让其

又返回到应用场景中去。 这样就可以实现对相关行

业或生产场景赋能，实现整个数据链条的闭环。

贵州贵安新区东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电连

接器产品零部件、非标自动化设备、新能源汽车连接

器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实体企业，通过大数

据赋能，为企业研、产、售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在行

业整体下行情况下，实现上半年订单和整体利润稳步

增长。

作为贵安新区产城融合的投资商、运营商、服务

商，贵安发展集团主动拥抱大数据，目前正全力打造

智能中枢平台，将其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当前， 贵安新区正以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城市试点建设为抓手，实施“数字赋能 +N” 模式，

提升企业数据采集、数据归集、数据治理能力，加速

推动 AI 大模型应用落地，带动企业“智改数转” ，提

升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 同时，持续强化数

字融合支撑，培育融合服务商，实施“万企融合” 大

赋能行动， 探索数字化转型园区建设， 创新政策支

持，引导和推动大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截至目前，贵阳贵安已在民生、交通、文旅、医养

等领域发布数字应用场景超 300 个， 支持 300 户规

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两化（信息化、工

业化）融合发展指数达 64。振华电子、满帮等入选工

业和信息化部“企业上云” 典型案例；盘江民爆、航

宇科技获工业和信息化部“2023 年度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 称号；航天控制、航天计量测试获得工业和信

息化部“2023 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称号，“向新

力” 活力澎湃。

在数据赋能社会治理方面，贵安新区按照一网总

览、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网共享“四个一” 顶层架

构，建设集城市大脑、指挥平台、运行实体等功能于一

体的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视频共览、数据相融、应用互

通，提升全领域数治能力。 目前，已接入 16 家省级部

门、44 家市级部门的 5060 余项数据。电子政务外网覆

盖市、县、乡、村四级政务部门，接入政务部门及企事

业单位 1200 余个、村级 1680 余家。 在系统接入方面，

已接入电子公文、一网通办、电子监察、行政审批等

100 余个政务业务应用，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

跨业务协同管理和服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

▲讲解员在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国家（贵州）主枢纽中心主算

力基地展厅为观众讲解。

贵阳大数据科创城一角。


